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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艺术教育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杨　丹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文林小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艺术的德育功能是艺术本身的一个重要功能，艺术教育不仅具有辅助德育的功能，而且还有德育所不能代替的独具

的教育功能。艺术教育凭借美的形象打动人的情感，寓思想品德教育于愉悦之中，以美引善。他不说教，不强制，不会引发

学生的逆反心理，这种心甘情愿的接受教育的方式，最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使少年儿童在美的鉴赏和创造中逐渐形成正确的

是非观和判断能力，自觉的规范和调整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意识。任何思想品德教育如果没有情感的基础，只能成为空

洞的说教，而艺术正可以为小学的德育培育良好的情感基础。艺术在实现其思想教育的作用时，并不靠强制的手段，而是靠它

本身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潜移默化的产生作用，实现它的德育功能，从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所以要在艺术教育中渗

透思想品德教育就要从情感教育入手。那么，在艺术教育中可以借助那些手段来进行情感教育呢？以下是我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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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古今中外的大教育家、艺术家都十分推崇美育或

艺术教育，视其为完善、提高人的品格、才能的重要途径。

最先正式提出“美育”概念的是 18 世纪德国大诗人席勒，他
认为审美在人类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美包含

着“真”与“善”，是使人们从简单感性状态到理性、道德状

态的中间环节。

一、以“音”动情

音包括乐音、大自然和生活中的一些音响。一定的声音

通过声波运动传到大脑神经，声音运动必然会直接激发内心

的情感，引起共鸣、激动、联想，想象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

大脑受某种道德情操、精神品质、一时观念的熏陶、渗透乃

至灵魂的陶醉，从而达到崇高的思想境界。例如二年级下学

期第八单元《触摸光明》中有一首歌曲《摘星星》歌曲以优

美动听的旋律，生动而亲切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小朋友希望

摘下天上的星星送给盲童小朋友作眼睛的美好心愿，在学这

首歌时我抓住情感这条线，通过“拨情”、“引情”、“入情”、

抒情四个步骤进行学习，利用优美动听的音乐以及歌词的朗

诵为学生创设了一种美的意境，使学生受到美的教育的同时

又用歌声表达了他们心中想帮助人的愿望。在这一课的教学

导入中，我先让学生聆听一段优美的钢琴曲，当学生赞叹美

妙的音乐时，我告诉他们：这是一首盲童弹奏的钢琴曲。他

们都对这位小朋友感到很佩服。我又从另外一个侧面教育学

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能屈服，应该勇敢的去接受挑战克

服它。

二、以“画”动情

“画”指图片及有动感的视频素材或者教师的现场简笔

画。图画以它绚丽的色彩、栩栩如生的画面，为教学营造了

一种清新美好的意境。利用图画等素材进行教学形象直观，

更容易启迪并激发孩子们学习的灵感和兴趣，可取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我在教授《触摸光明》一单元时，在开课导入的

音乐中加入了许多精美的图片，设计了构图活泼色彩鲜明的

板书，一开课就给学生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后来同学

闭上眼睛感受盲童失去光明的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此

一来，在教学中我既没有必要一再强调盲童失去光明时心中

的痛苦，又使学生触景生情，引起情感上的强烈共鸣。

三、以“诗”动情

“诗”指的是教学中老师的语言应该像诗一样简明但富
有深意，能带给人美的享受的同时有启迪人的作用。在教学
中教师的语言主要有引导、评价、讲述、说理、小结等作用。
要把诗一样的语言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用全身
心去体会了解作品的内涵情感，然后将作品的爱、恨、悲、
喜、欢、忧倾注在教学的每个环节和细节里，才能使学生沐
浴在感情的汪洋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境界身临其境，
身同感受。

四、以“动”抒情
“动”指学生的活动。它包括画、舞、做、栽、唱、读、

想、奏等。艺术课上，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一系列的活
动能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调动学生的内在潜质，使其在自
我肯定中主动学习、主动与人打交道、主动关心集体、追求
崇高的目标，提高自身的道德意识。例如在《触摸光明》一
单元中我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先让小朋友体会盲童由于
眼睛看不见，生活里一些简单的小事做起来都很不方便，感
受盲童失去光明心中的痛苦，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学生心中自
然而然对盲童产生了同情，这是老师再提问：“假如你身边就
有这样的人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时学生有感而发积极
回答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内心情感自然流露也就是
他们品德的形成。课后我让小朋友小组合作，动手做一做美
丽的七色花，把这些花送给盲童小朋友，同学们全身心的投
入，为了共同的艺术目的而相互团结，得到了集体主义教育。

总之，艺术教学除了要让学生学到知识，得到美的享受，
还应该注意情感的激发，用艺术本身饱蘸着健康向上的情感
吸引学生，通过深入的分析去升华学生的理解，促成艺术作
品的情感在受教育者身心上的内化，最后达到激发学生对作
品的再现欲望与创作表现能力的全面发展，使孩子们无形中
自主的实现审美感向道德情操的转化。小学艺术教育是实现
德育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是启动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特殊作用，就找
到了解决学生综合素质问题的一把闪亮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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